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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individu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n affect group psychology and group behavi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lecture learning with the large class teaching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individuation, an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
gestions were given from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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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去个性化是影响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去个性化视角分析了当前大班教学模式下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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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课学习现状，并从学校、教师和学生层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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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高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节节攀升，截至 2016 年已达到 42.7%，高等教育已从昔日的精英

教育转变成大众化的教育。然而，近年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却屡遭质疑。而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课堂学习的质量与效果[1]。公共课一般是高校依据国家各类高等教育政策规定而开设的，在

高校课程体系中占有相当的规模与重要的地位。但据了解，目前高校公共课学习质量不断下降，学生学

习状况令人担忧，上课玩手机、睡觉、打游戏、聊天等状况屡见不鲜。学生学习动机较低，学习兴趣缺

乏，课程参与程度较低，学习质量也大打折扣。本研究旨在对当前高校公共课学习现状进行问卷调查，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原因，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2. 公共课学习现状调查 

根据个别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自编问卷，调查了某高校大学生公共课现状，问卷由 3 个部分

组成，分别是公共课学习态度、参与学习的程度、学习策略的使用等方面。采用问卷星发放问卷，最终

回收有效问卷 308 份，其中女生 262 人，男生 46 人；文史类专业 160 人，理工类 83 人，艺术类 65 人。 

2.1. 学习态度 

学习态度调查包括出勤状况，是否玩手机，对考试的态度，学习中的情绪状态及对公共课的喜爱程

度等方面。根据调查大部分学生能做到按时上课，但仍有 9%左右的学生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旷课。有一

半以上的学生表示上课经常玩手机，10.06%的学生对考试结果持无所谓的态度，虽然有 45.78%的学生赞

成公共课的知识对自己有用，但是 43.83%的学生更喜欢专业课。觉得公共课很无聊的学生达到 33.12%，

29.22%的人表示不愿上公共课。具体见表 1。 
 
Table 1.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class learning attitude 
表 1. 高校学生公共课学习态度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我上公共课经常迟到或早退，甚至旷课。 47.73% 30.52% 12.66% 8.44% 0.65% 

我上公共课时经常玩手机。 3.9% 17.53% 27.92% 39.61% 11.04% 
公共课考得不好我很难过。 2.92% 7.14% 20.45% 46.43% 23.05% 

我觉得上公共课很无聊。 6.17% 19.16% 41.56% 27.6% 5.52% 

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不上公共课。 11.69% 28.57% 30.52% 20.45% 8.77% 

我觉得上公共课很愉快。 4.22% 15.91% 43.51% 30.19% 6.17% 

我觉得公共课的知识对我很有用。 3.9% 13.96% 36.36% 39.29% 6.49% 

公共课与专业课相比，我更喜欢专业课。 7.14% 16.23% 32.79% 29.22%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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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习参与程度 

学习参与程度主要包括预习、听讲、做笔记、回答问题、互动等方面。根据调查，不到 10% (9.74%)
的同学会在课前预习，认真听讲(28.24%)、认真做笔记(35.71)、积极回答问题(19.16)、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35.06)的学生都较少。但大部分同学(61.68%)表示在考试前会认真准备，表明当前公共课的学习动机多以

应考为主。具体见表 2。 

2.3. 学习策略使用 

学习策略使用主要包括主动联系已学知识、多花时间深入了解、排疑解难、主动提问等方面。根据

调查，公共课中能够联系新旧知识(36.68%)、花时间探讨有趣问题(33.11%)、排疑解难(26.30%)、主动提

问(24.67%)的学生都不多。学生更多地使用机械式的学习方法，学习过程中常常忽略知识之间的联系，

不能把握所学内容的意义，认知投入较少。具体见表 3。 
综上调查情况分析，高校学生公共课学习情况令人担忧，在学习态度上，学生厌学情绪明显；在学

习参与程度上，消极应对者居多；在学习策略使用上，简单机械，认知投入较低。导致当前公共课学习

质量较差，学习效果不佳。 

2.4. 公共课学生学习现状成因探析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课程设置方面：公共课课时压缩，内容较多，教师疲于赶课，

无法深入地讲解教学内容，也无法将理论与实际更好地结合；教师方面：教师的组织管理能力、察言观

色能力和及时反馈能力都会影响学生的课堂学习质量。另外，当前部分教师职业倦怠感严重，应付课堂

教学，机械完成任务，丧失教学激情，这也会影响学生学习质量。学生方面：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

机及努力程度等也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与专业课相比，公共课教学模式引起的个体去个性化可能也

是低效课堂学习的重要原因。 
 
Table 2. Particip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ublic class learning 
表 2. 高校学生公共课学习参与程度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我上公共课前经常认真预习。 33.44% 38.96% 17.86% 8.12% 1.62% 

我上公共课时认真听讲。 6.82% 35.06% 29.87% 22.4% 5.84% 

我上公共课时认真做笔记。 9.09% 29.87% 25.32% 29.22% 6.49% 

我上公共课时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 17.21% 36.69% 26.95% 14.94% 4.22% 

如果上公共课时老师不点名我从不主动发言。 4.22% 9.42% 22.4% 40.91% 23.05% 

我经常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5.52% 26.95% 32.47% 30.84% 4.22% 

公共课考试前我会认真准备。 4.55% 14.61% 19.16% 41.23% 20.45% 

 
Table 3. Use of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class learning strategies 
表 3. 高校学生公共课学习策略使用情况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我经常把公共课课堂所学知识与已有知识和经历联系起来。 6.49% 24.68% 32.14% 31.49% 5.19% 

我对在公共课课堂上讨论过的有趣问题愿花更多时间去深入了解。 7.14% 28.9% 30.84% 27.92% 5.19% 

我在公共课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会想方设法把它弄懂。 8.12% 31.82% 33.77% 22.08% 4.22% 

我发现有不明白的问题经常会主动提问。 8.12% 33.77% 33.44% 19.48%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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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个性化视角下公共课现状成因及后果分析 

去个性化是指群体中个人丧失其同一性和责任感的一种现象，导致个人做出在正常单独条件下不会

做的事情，其行为多以非典型的、反规范的方式为主[2]。这在多种社会群体事件中均有所表现，如球迷

闹事，中国式过马路，网络攻击行为[3]，围观者诱劝有自杀倾向的人赶紧跳楼[4]等，在这些现象中，个

体不是以个人的方式来行动，而是融合于群体中，其行为丧失个体可辨别性，从而减少了自我观察和自

我评价，导致行为控制力的减弱。当前高校公共课教学主要采取大班教学模式，而大班教学的最大的特

点是授课群体的规模性，这也正是个体产生去个体化的重要温床。因此，需要深入探讨大班教学中个体

去个性化产生的成因以及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并对症下药，找出解决公共课学习现存问题的对策。 

3.1. 去个性化视角下公共课现状成因分析 

根据以往研究，引发个体去个性化因素主要有群体规模、匿名性、责任分散、弱化的自我觉察等因

素，在公共课教学中的表现亦是如此。 
群体规模：群体规模是去个体化产生的基础，群体规模越大去个体化效应越明显。群体不仅引发个

体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的身份模糊化，群体规模越大，个体身份越模糊，个体越能感觉到匿名性，

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更可能出现冲动行为和偏差行为。公共课基本上采取大班教学模式，即同一专业

的几个班同学一起上课，相对于专业课来说，人数更多，学生身份模糊，获得一种隐匿感，自我意识降

低，个体较难知觉到自己的身份，也就更容易出现冲动行为和偏差行为。 
匿名性：是指群体为个体的行为提供了一种保护作用，让个体认为其行为不会被注意到，因此助长

了个体的违规行为[5]。在公共课教学中，由于教师通常来自另一个学院，师生之间互不熟识，且相对于

专业课教师而言，公共课教师授课时间较短，通常只有一学期，与学生之间情感联结较弱，因此，教师

大多数时候无法叫出学生的姓名，也无法分辨学生的班级与专业，导致学生在课堂中身份十分模糊，有

很强的匿名性，而匿名性容易助长学生违纪行为。 
责任分散：责任分散是指个体的行为不会被单独评价，因此较少从伦理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

恰当。在群体行为中，个体往往认为反社会行为的责任落在群体身上，个人可以推卸责任[6]。又由于长

期以来的“法不责众”的观念，个体行为更加大胆。公共课中学生较少有主动回答问题倾向，课堂讨论

中也不愿参与，授课环节也很少回应，缺少眼神互动，这让公共课课堂成为了一场“独角戏”，很多时

候都是教师的自说自话、自问自答。学生课堂上的“沉默”现象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知识理解上的困难，

学生跟不上教师的思维；另一方面，更可能是群体所带来的责任扩散，个体感知不到自己必须主动思考，

认真回答问题的责任，且由于“法不责众”的心理，认为即使不做出课堂回应，老师也拿自己没办法。 
弱化的自我觉察：自我觉察是去个性化的对立面，比如人站在镜子面前或摄像机面前时会更加的自

控。在群体中，成员的活动往往并不是以单个人的身份出现的，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这样群体就湮没

了个体，个体难以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行为，自制力变得极低，结果导致人们加入到冲动的、情绪化的，

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行动中去。公共课中，学生个体自我融化在群体中，湮没个体的自我存在感，更易

以周围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参考，因此，此时学生更易从众，放弃个体目标和独特性，模仿他人

行为。 

3.2. 去个性化视角下公共课现状后果分析 

在多数情况下，群体的去个性化行为会引发很多消极后果。在公共课学习中，上课人数众多，师生

互不熟悉，学生“隐身”于课堂之中，且缺少单独评价的机会，均会对课堂学习造成不良影响，如学生

更易出现从众行为、个体自我控制水平下降、羞辱感淡化、违规行为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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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行为：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信念和行为的改变。在群体中，个体为避免社会排斥，获得

归属感，而与群体行为保持一致。在公共课课堂中，学生可能会盲从他人行为，影响公共课学习态度。

如扎推地迟到、早退、甚至逃课(9.09%)，或是在课堂上玩手机(50.65%)、打游戏等，不认真听讲(41.88%)，
不认真做笔记(38.96%)。 

自我控制水平下降：自我控制，是对自身行为与思想语言的控制[7]，自我控制行为对个体的学习至

关重要。而匿名减少对人们行为的抑制。在公共课中，由于群体的匿名影响，个体自我控制水平降低，

更易有个体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表现出的行为，也更易在遇到较难的问题时选择放弃。部分学生课堂上不

能保持注意力，不能跟着教师的思路进行思考，无主动回答问题倾向，学习参与程度低，如本次调查中

超过半数的同学(53.9%)表示自己并不积极回答教师的问题，32.47%同学表示自己并不会积极参与课堂讨

论。且在学习策略的使用上消极被动，不少学生并未尝试把课堂所学知识与已有知识和经历相联系

(31.17%)，不太愿意深入了解问题(36.04%)，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不求甚解(39.94%)，即使不明白也不会主

动向教师提问(41.89%)。 
羞辱感淡化：羞辱感和法律规范共同维系了个体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通常情况下，由于受到社会

规范的约束，个体的道德感和羞耻感常常是比较强烈的，其行为也常常是在符合社会规范的条件下进行

的，不过在群体中，个体评价顾忌降至最低，将注意力集中于群体而非自身[6]。在公共课教学中，教师

的注意资源十分有限，很难分配到每一个学生身上，因此学生相当于隐匿于群体中，其课堂小动作较难

被教师发现。因此在这种缺乏监督和道德自律状态下，羞辱感变得淡化。其可能表现为学生对批评的“免

疫”。也即是说，即使课堂不当行为被教师批评，学生也较少内疚自责，依然我行我素。部分学生完全

放弃学习，也不喜欢教师提醒他们学习，对于教师的期待和盼望，他们报以冷漠，或厌恶的态度，甚至

对教师的引导及善意批评产生抵触情绪和仇视态度。对于考试成绩毫无担忧(10.06%)，对于能否毕业也

漠不关心，既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也不关心他人的评价与看法。 
违规行为增加：群体所产生的兴奋感，使个体感觉自己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这会引发唤醒，

又由于责任分散，个体自我控制水平下降、个体自我评价能力的降低以及自我羞耻感的淡化，都会导致

个体在群体中的违规行为的增加。在公共课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与专业课相比，公共课中学生的行为更

不受约束，纪律意识淡漠，迟到、早退、旷课屡有发生，一些学生缺乏对教师的理解和尊重，甚至出现

学生与教师对峙，刁难教师等恶劣行为。 

4. 对策与建议 

从学校层面而言，最根本的解决措施即缩小班级规模，从根源上控制去个性化行为的产生。大班教

学是当前大多数高校公共课都会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但班级规模越大，教师的班级管理压力也随之增

加，注意力也无法分配至每一个学生身上，在正常授课与课堂管理之间很难同时兼顾。因此，大班教学

的人数设定须慎重考虑，应以促进学生个体的身心发展、提高课堂学习质量为标准。 
从教师自身来讲，可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自我提升。首先主动熟悉学生，了解学生。可以通过课堂

互动、课后交流、谈心、与辅导员交谈等方式来加强对学生的了解。这既可以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结，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也让学生的行为不再是“透明”的，而是“曝光”于教师

的视线之中，降低其匿名感，增强对自己课堂行为的知觉和控制。 
其次，教师也可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课程参与程度，提升学生自我意识。学生不仅仅是知识的

接受者，更是课堂的主体，是知识的建构者。教师需转变其传统角色，从知识的传授者到能力的培养者。

可以通过场景式教学、分组研讨、专题探究等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活动中提升自我意

识，也可以通过分工合作、课堂汇报等方式激发组间竞争、提高展示机会，创造学生被单独评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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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师也需自觉提升自身专业素养，让自己的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有趣，吸引学生注意力。

关注学生的兴趣点，理论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教学策略，寓教于乐，让学生从“好知者”

变成“乐知者”。 
对学生而言，需要明确个体对自己未来所肩负的责任。积极学习相关心理学知识，认识到群体可能

给自己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保持独特性，自觉抵制从众的社会压力，不被外界环境迷惑；树立远大的

理想信念，不在困境中迷失自我；明确学习目标，提升学习动机，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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